
责编 孔璞 图编 杨杰 美编 俞丰俊 责校 范锦春

A14 特别报道

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第二期第二期

“施政方针不要像钟摆”

新京报：发展局当初制
定文物保育政策，希望达到
一个怎样的效果？

林郑月娥：在 2007 年 9
月份文物保育政策里，我们
希望把香港的历史文化建筑
保护、保存、活化和更新，让
我们下一代都能享用这些建
筑物。

新京报：目前的文物保
育政策基本原则有哪些？

林郑月娥：做文物政策
的时候，首先要关乎公众的
利益，老实说如果还要发展，
就要建马路，就不能把所有
的基建发展停下来。另外也
要求我们尊重香港人的私有
产权，还要考虑财政方面的
负担，还要尽量让社会大众
有积极的参与，这些是我们
主要的工作原则。

新京报：香港的土地很
金贵，发展局做的一个项目
是要把中环的一部分做活化
和保育，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林郑月娥：有的人可能
是有这个看法，但是这几年
我个人的感受是，衡量一个
城市的成功，不能单看物质、
金钱上的价值，还要看文化
的内涵。所以如果我们能在
中环中心，把有价值的历史
保留下来，我是觉得就真正
显示了这一届特区政府，是
非常认真、严肃地处理这个
文化问题的。

新京报：就是不再为了

发展牺牲文化保育？
林郑月娥：是的。但是

我们不是一面倒的，我们希
望施政方针不要像钟摆，以
前为支持发展轻视文物，现
在为文物保育阻碍发展。我
们现在采取保育和发展平衡
的方案：比如两个都有价值
的建筑物，保留特别的，拆掉
普通的来新建大楼，增加土
地利用，我觉得是比较务实
的做法。

新京报：香港基建工程
对文物的影响，发展局有怎
样的评估措施？

林郑月娥：我们从 2008
年 1月提出所有的工程项目
在计划最初阶段，就要进行
文物影响的评估:究竟这个
项目会不会影响文物，有没
有 方 法 来 减 低 影 响 。 从
2008 年起已经有超过 2600
个项目经过了这个评估的程
序,有 31 个项目可能对文物
有一些影响，要进行更详细
的评估。

20亿港元“活化”历史

新京报：在香港，文物也
有分级吗？怎么去判断一个
建筑物是否可以拆除？

林郑月娥：我们有一个
条例规定，如果古物事物监
督觉得有重要的历史建筑要
保护保存下来，就利用这个
条例把它列为一个法定的古
迹。香港到今天为止一共有
101 个建筑物或者是地点是

法律上受到保护的。
没有达到法定古迹的建

筑物还有行政评级的制度予
以保护。

新京报：在文物保育方
面，香港提出“活化”的概念，
出发点是什么？

林郑月娥：所谓“活化”，
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生
命，做一个新用途，往后公众
能进去欣赏这个历史建筑。

新京报：“活化”历史建
筑的资金从哪里来？

林郑月娥：政府投放了
20 亿港元，主要做翻新工
程。另外预留了一亿元一次
性拨款，以应付改造建筑企
业的开办成本和头两年出现
的赤字。

“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新京报：在发展和保育
之间，会遇到不同的声音，你
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林郑月娥：社会需要倾
听人民的声音。如果完全不
顾民众的声音，每一次都要
抗争，把精力都放在抗争方
面，这没有什么好处。

新京报：倾听并不能统
一意见，之后该怎么办？

林郑月娥：还要去分析
这种声音。2007年刚上任的
时候，我觉得旧区重建是为
了改善旧区老居民的生活水
平，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反对声音。但从2008年
2 月份起我们做了全面的检

讨，定了新的旧区重建策
略。以前的重建是上边有一
群人决定了哪个项目、楼房
要拆，不问居民，就去拆。

而现在的策略是由下
而上，我们在每一个旧区成
立一个平台，让区里面的团
体做一些商量，这个区要怎
么搞好。关于赔偿方案，现
在除了现金赔偿，还有楼换
楼的安排。这些都是我们
在学习怎么减低旧区重建
的阻力。

新京报：由下而上具体
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

林郑月娥：这一届政府
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走
进群众，尽量去争取跟民众
沟通，解释政策，希望得到他
们的支持。所以无论在做这
个文物保育还是其他的城市
规划、旧区重建，我都尽量去
寻求面对面直接谈话。

因为即使我不能每一次
都让对方同意我的看法，但是
由于官员有这个承担，有诚
意，还是有一些好的影响的。

新京报：你现在是民望
最高的局长，也是香港政务
司司长人选，你觉得自己的
风格是什么样的？

林郑月娥：我的风格也
不是应该由我来评论，好像
大家感觉我是一个比较用
心办事的人。我对每一件
事情，除了希望把这件事
情办好，也希望别人感受
到我是真心、诚心去办这
件事情。

“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生命”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谈香港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平衡的诀窍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香
港是崭新而飞速向前的现代
化大都市。和历史挂钩的文
物保护（港称“保育”）常常被
观察者所忽略。实际上，香港
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回顾自己
的文化身份。

2007 年，香港拆掉皇后码
头，引起社会运动。当时年轻
人认为这是将他们的集体记
忆拆掉做基建发展。也是这
一年，文物保育成为香港新方
向的重要议题，香港发展局成
立。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
出，未来五年会全力推动文化
保育工作。

林郑月娥说，也就是那个
时候，大家都在考虑，“香港进
入一个成熟的阶段，必须重视
我们的文化历史”。而在那以
前，因为发展压力大，香港失
去了很多的文物。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复 杂 琐
碎。这五年，香港的文物保育
工 作 得 到 大 多 数 市 民 的 认
可。但如何去平衡文物保护
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去
决定一个建筑物是拆是留？
文物保护资金从何而来？文
物“活化”怎么做？怎样和民
意进行有效的沟通？

飞速发展中
如何留存记忆？

众人竞标 活化“雷生春”

■ 文物“活化”故事

雷生春是属于雷氏家族的私人住宅，一层曾经卖跌打
酒。2008年后人无偿捐赠给香港政府。政府将雷生春推出
竞标。32家机构投标竞争。香港浸会大学最终胜出，将雷
生春变成了一间中医药诊所。胜出的原因，一是和雷生春
之前的用途有所吻合，第二,作为诊所，可以开放给香港市民
看病。政府将雷生春以一元的租金租给浸会大学经营。

景贤里是上世纪 30 年代建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建
筑。业主本来要把它拆掉，发展局根据文物条例，把它
定为一个古迹。发展局和业主协商，为业主提供了一个
换地的安排。用同等的地和业主交换景贤里的土地。
现在景贤里这个建筑物属于香港特区政府。这是在香
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

以地换地 保留“景贤里”
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华电力的总办事处有个

钟楼，开车经过的都见过它，它和周围的一片土地属
于私人，业主打算拆掉钟楼建豪宅。发展局跟业主沟
通后把钟楼保留下来，并改造成一个关于香港电力供
应的和一个家族的博物馆。业主放弃了钟楼占用的
土地，发展局因此放宽了新建筑物的高度等作为补偿。

补偿楼层 改造“旧钟楼”

2007年7月29日，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出席在皇后码头举行的论坛。林郑月娥作风硬朗，下属认为其勤力，肯承担，
多次成为香港民望最高的局长，是下一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热门人选。 中新社记者 武仲林 摄

卖话梅起家的邱氏家族老宅“景贤里”，被香港发展局列
为古迹。香港发展局，成立于2007年7月1日，主要负责统一
规划、土地用途、市区更新、公共工程和文物保护等工作。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香港报道


